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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关注的，是年龄栏上的数字

孙丽萍介绍，每年他们团队要完成500多例死因调

查，绝大部分是寿终正寝及因病身亡的。“我们最害怕

的，是给那些亲属非正常死亡的联系人打电话。”

三岁孩子回老家玩耍溺水身亡；正值花季的年轻人

因走不出抑郁奔向楼顶；新婚妻子被查出癌症，留下丈

夫撒手人寰；中年人遭遇财务危机，受不了打击选择离

开⋯⋯为了探究最完整的死因链，孙丽萍和同事们遭遇

了无数白眼，打碎了牙只能往肚里咽，“被骂着骂着也就

习惯了。”有时出于工作需要，电话处于免提状态，骂声

就会响彻全办公室。

作为团队里电话交流经验最丰富的人，孙丽萍在收

到殡仪馆的火化名单时，最关注年龄那栏里的数字：年

纪大还相对好说，越小则越紧张，生怕说错一句话对家

属造成二次心理伤害。若家属实在不愿说，只好采用迂

回战法：向派出所抑或是周边邻居打探情况。要仍是毫

无收获，只好壮着胆子，单枪匹马上门，在挂着白花的家

里面对面沟通。

一句话还没说完，电话就被挂了

几乎没有一个家庭会拒绝新生儿调查的电话，他们

会迫不及待地和你分享迎接新生命的愉悦，讲述怀胎十

月的种种磨难，在手里捧着的宝贝面前，所经历的一切

苦都是值得的。

但若听见是死因调查电话，则是种截然不同的态

度：一句话还没说完，就吃“闭门羹”是常有的事，能冷漠

地说清来龙去脉已是上上签，有人认为是诈骗，有人会

反问什么时候给丧葬费，还有些没从悲伤中走出来的，

则会瞬间提高嗓音：人都没了，你还来问干嘛？！

“这种提心吊胆的情绪落差，是不是光听着就有点

害怕？”孙丽萍和钱报记者打趣，如果你们亲身体验，十

有八九会以失败告终。因为，死因调查是不能直抒胸臆

的，光靠电话就能揭开心头伤疤，无异于纸上谈兵。

在接受钱报记者采访前，孙丽萍刚打完四个死因调

查电话，对象全是90岁以上的老人，多是脑卒中后偏瘫

在床。这类沟通过程一般都比较顺利，挂电话前家属还

不忘感谢：谢谢您的关心。

非正常死亡，最令人心痛

对于非正常死亡调查，孙丽萍的经验是：即使知道

结果，也要“装”作一无所知，引导家属说出真相。

孙丽萍回忆，几年前，她收到一张殡仪馆的火化名

单，上面赫然列着一个三岁男孩的姓名。

孩子之前的预防针都是在社区打的。孙丽萍考虑

了一会儿，努力让自己平静后，拨通了家长的电话，这样

开了头：“孩子近况还好吗，要记得下次来社区打针的时

间哦！”

一番引导后，绷不住的妈妈终于说出了原因——回

乡下老家过年，孩子失足跌入水库溺水身亡。满心欢喜

地盼着他来，又无比绝望地目送他离开，孙丽萍理解那

种痛彻心扉的感觉。

约两个月前，孙丽萍收到一则年轻姑娘去世的信

息。“IT 行业，才 30 出头，刚结婚，乳腺癌。联系人填的

是她老公。”

新婚燕尔，还未白头就已离别。她听着电话那头的

丈夫静静讲述：起初发现有硬块没在意，拖了半年后，乳

腺癌Ⅲ期，出现扩散，肺部转移，全切也保不住。花了几

十万四处求医，却因错过治疗时间，终是功亏一篑⋯⋯

打完这样的电话，孙丽萍也会不免感伤。这种时

候，团队中唯一的男同事李烈寅便会送上安慰：逝者已

逝，生者如斯，每个人都应该往前看。

有些情况，调查起来颇费功夫

有关死亡的话题，无论谁都会害怕。十几年与死因

打交道，孙丽萍也并非铜墙铁壁。“起初知道自己要做这

个，有点慌兮兮的。但这就是工作，义不容辞。”

这项工作的难度，非同一般。如果电话碰一鼻子

灰，得及时转换思路：从街道或派出所了解信息，也可打

入邻居内部，从细节入手，问问家长里短。

记忆最深的一次，是十年前，一位老人非正常死亡，

找了多个手机号码打电话都无功而返的孙丽萍，决定下

班后骑着电动车上门一探究竟。

冬日的夜晚，孙丽萍穿过分叉小路，在漆黑楼道里

守株待兔，“风不大，是氛围碜人。”幸好等了没多久，遇

上老人女儿，当面交流自然高效不少，说清原委后，她如

实相告：罪魁祸首是冠心病。

从事这一行久了，孙丽萍对人情世故有了新理解，有

时甚至会遇到常人根本想不到的“乌龙”：有“粗心”子女

根本不知道父母得了什么病；也有在电话核实时，才知道

原来十几年来都把亲戚名字叫错了，有添字少字的⋯⋯

死因调查要求真实准确，如汇报后疾控中心觉得有

问题，则要打回重新核实，因此大家是按片区划分，各自

认领。“我们这种老小区，人口老龄化严重，遇上独居老

人，调查起来就颇费功夫。”

孙丽萍遇见过热心邻居帮独居老人开具死亡证明

的，但因邻居不知情，只说听说病因有“梗阻”两字。后

经重重打听，终于联系上老人的远房表亲。可二人已多

年不见，表亲只知道是消化道疾病，“是胃不好？胆不

好？胰腺不好？”在挨个猜谜后，表亲大呼一声：对，是肠

梗阻！这才圆满完成任务。

若不得不与之相遇，希望你能温柔以待

“你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到底哪个会先来。”钱报小

时健康小站、杭州市上城区清波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护师邱琼，7 年前开始这项工作。她最痛心的，是亲历

了太多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哀。

成年人的崩溃只在一瞬间。做生意的中年男子突

然抑郁成疾，趁着午夜家人熟睡，悄悄爬上楼顶一跃而

下；原本相亲相爱的夫妻，丈夫因受到工作上的打击，最

终选择了一条不归路。当妻子接起死因调查电话时，反

复强调的只有一点：我很爱他，求求你别问了⋯⋯

人是讨厌被揭开伤疤的，这点邱琼不会不知道，在

这刨根问底的电话后，她与这名家属也许再无交集，可

邱琼仍要全力问到底，她深知这一条条数据汇聚成河后

的重大意义。

正因目睹太多诀别，这些负重前行的死因调查员更

想让大家了解生命的珍贵：没什么比活下去更重要。

死因调查员，也许是一种隐形的存在。但若不得不

与之相遇，希望你能温柔以待。

“可能我是外地

人 ，沟 通 起 来 有 障

碍。”钱报小时健康小

站、杭州市上城区望

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护师刘海莉，有

时会将挨骂原因归结

于言语不通，但这只

是其中之一。

50 岁 的 孙 丽 萍

是 这 个 团 队 里 经 历

“生离死别”最多的

人。从 2008 年至今，

她见证了太多人情冷

暖，像史官般记录下

许多生命之花凋零的

最终时刻。

他们每天的工作
就是揭开别人的伤疤

（上接9版）（上接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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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关注年龄栏上的数字

最心痛孩子非正常死亡


